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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
元 见习记者 肖乔）4月17日，市经信委
公布一季度全市招商引资“赛马榜”榜单。
一季度全市各区县（包括自治县、两江新
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以下统称“区县”）新开工项目322个，资金
到位额1024.97亿元，新签订招商引资项目
554个、正式合同金额3148.21亿元。

公布四个指数榜单
市经信委分别公布了招商实效综合排

名十强、制造业招商十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招商十强、现代服务业招商十强。

按照招商实效综合指数榜，前10位分
别是：两江新区、涪陵区、永川区、西部科学
城重庆高新区、璧山区、渝北区、铜梁区、江
津区、巴南区、南岸区。

制造业招商引资方面，一季度全市各区
县新开工制造业项目122个，新签订制造业
项目266个，正式合同金额1621.08亿元。

制造业招商指数榜，前10位分别是：
璧山区、永川区、江津区、长寿区、涪陵区、
铜梁区、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巴南区、开州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引资方面，一季

度全市各区县新开工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93个，新签订项目257个，正式合同金额
1965.33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指数榜，前10位
分别是：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璧山区、涪陵区、渝北区、铜梁区、长寿

区、江津区、永川区、南岸区。
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方面，一季度全市

各区县新开工现代服务业项目149个，新签
订项目224个，正式合同金额1143.48亿元。

现代服务业招商指数榜，前10位分别
是：南岸区、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渝中区、渝北区、巴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北碚区、涪陵区。

制造业招商项目十强榜
一季度，全市新签约100亿元以上制造业

项目2个，50亿—100（不含）亿元制造业项目
6个，20亿—50（不含）亿元制造业项目17个，
10亿—20（不含）亿元制造业项目17个。

其中，一季度制造业招商项目十强榜
项目：永川区理文年产200万吨绿色纸新
材料生产及全球研发中心项目（100亿级项
目，外资项目），涪陵区太极集团医药产业
园项目（100亿级项目）等。

现代服务业项目十强榜
一季度，全市新签约50亿—100（不含）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4个，20亿—50（不
含）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15个，10亿—20
（不含）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14个。

其中，现代服务业招商项目十强榜项
目：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国机中联西南
科创总部项目（60亿级项目），两江新区易
易互联全球总部项目（50亿级项目），长寿
区义乌小商品城（重庆）跨境电商及供应链
基地项目（30亿级项目）等。

一季度重庆招商引资“赛马榜”出炉
全市新签订招商引资项目554个、正式合同金额3148.21亿元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研究和实践，但有的地方对“因地制宜”的要求理解不够深
入透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件大事、新事，面对新的发展机
遇，心里要热切，但头脑要冷静、步子要坚实，要根据自身资源
禀赋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
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对新质生产力的理
解不能潮流化、概念化、标签化，表面功夫带不动生产效率的
提升，造不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无法培育出先进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不是

一朝一夕，更不会凭空出现，而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国
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各不相
同。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各地的自身特点和优势，找到
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避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一哄而上、泡
沫化，也不能搞一种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重创新成果的落地应用和价值转
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诸项任务之首，并提出“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创新成果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更要成
为“生产线”上的产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
与产业相结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围绕发展新质生
产力布局产业链。 （下转2版）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谋“新”重“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4月17日，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成员单位第五次联席会议召
开，安排部署助推丰都县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研究接续做
好对口帮扶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丰都县及栗子乡一年来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
况汇报。市检察院、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
市残联、市计量质检院、市水投集团等成员单位作交流发言。
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王炯对各成员单位的帮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挂念、念兹在兹的大
事要事，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争先进位、迭代升级，
助推丰都县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为筑牢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乡村底色作出新贡献。

王炯强调，要明确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围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五大振兴”目标任务
和市委关于“三农”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下转2版）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
成员单位第五次联席会议召开

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见习记
者 何明燕）4月17日，市政协召开六届二十八次主席会议，
围绕“创新打造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开展专题协商，市政
协主席程丽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她表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
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市政协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市委要求，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
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献计出力。

程丽华表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良好，未
来大有机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握大趋
势、增强使命感，围绕培养和聚集顶尖人才、加强产学研医协
同创新等长期性、突出性问题，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
断增强研究论证、建言献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认真落实
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工作部署，结合调研议
政和民主监督工作，及时反映政策落实中的情况和问题，提出
加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化
发展。 （下转2版）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
“创新打造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程丽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近日，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生物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赵萍教授
课题组在我国顶级昆虫学学术期刊《昆虫
科学》上发表论文，解析了氨基酸信号在蛋
白翻译水平调控丝蛋白合成的分子机制，
为创制高丝量种质资源提供了新策略。

除发表论文外，中心的“宝贝”还不
少。自2018年成立以来，中心现拥有重庆
市蚕丝纤维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蚕
桑功能基因组与生物技术重庆市工程实验
室等研究平台。4月16日，记者走进中心
一探究竟。

研发桑叶饲料化、全自动化养蚕机

现代养蚕有了“黑科技”

“你小时候肯定也养过蚕吧？是不是
常常因为摘不到新鲜桑叶来喂蚕感到烦

恼？”走进中心实验室，家蚕团队副教授沈
关望拿出一个白色的盒子向记者展示。只
见盒子里整齐地码着黑色片状物，每一片
上面都趴着五六条细小的蚕。

“这些黑色片状物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人工养蚕饲料，可以代替桑叶。”沈关望说，
传统养蚕存在季节性，一般是5月至10月
才有新鲜桑叶，因此，传统的家蚕养殖也就
仅限于这半年时间，加上采桑需要大量劳
动力，极大限制了蚕丝产业的发展。其次，
由于桑叶无法全部消毒，导致家蚕在养殖
过程中极易生病。此外，家蚕吐丝结茧过
程中，会积累和滋生大量微生物，即使后期
通过高温消毒灭杀，也无法消除其中含有
的致敏物质。

那能否研发人工饲料喂养家蚕？从
2008年起，团队开始进行桑叶饲料化研
究。通过不断试验，2018年，团队为蚕宝

宝研制出了包含桑叶粉、豆粕粉、玉米粉以
及30多种特殊成分的专用饲料，不仅大大
降低了桑叶用量、省去了采摘桑叶的体力
劳动，而且配方均衡，可以满足不同品种、
不同年龄段蚕宝宝的营养需求。

“用人工饲料喂养蚕宝宝，还可大幅度
减少喂养次数，原来10个人的工作量，现
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沈关望说。

在此基础上，2019年3月，团队又研发
了全自动化养蚕机，从饲料加工、养蚕添
食，到除沙、上簇收茧，全部流程都实现了
自动化、机械化，同时利用大数据进行智能
决策，真正实现高效、低成本养蚕。

如今，这些养蚕“黑科技”已在位于永
川区的“现代蚕桑产业仙龙基地”应用。在
这里，蚕房被打造成10万级无菌恒温恒压
控湿空间，通过自动导引运输小车，一摞摞
放置蚕宝宝的饲养盘被运送到自动投喂系

统，由桑叶粉、玉米粉、豆粕粉等原料合成
的人工饲料通过无人设备投喂给蚕宝宝，
每台无人投喂机可同时投喂2万只蚕。

在这个4000平方米的养蚕基地，可以
实现全年无间断养蚕，年养蚕最高可达
1000盒，产茧40吨。目前，该基地主要生
产的药用僵蚕是100多种药物的原材料，
年产量达100吨，产值近2000万元。

自主研发家蚕胚胎自动注
射仪和荧光自动筛选仪

种质创制有了共性技术仪器

很多人都见过白色的蚕茧，在中心实
验室，家蚕创制团队研究人员王峰博士却
搬出了金黄色、肉色、粉红色、锈色、绿色的
蚕茧。

（下转2版）

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心研发养蚕“黑科技”：

蚕宝宝吃饲料“智能保姆”高效投喂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4月16日，为期4天的第二届香港
国际创科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闭幕。
本届创科展以“智慧创新 联通世界”为
主题，吸引了13个国家及地区的展商参
展。来自中国内地16个省份和城市的
参展团达到20个，其中，由6家企业组成
的重庆展团完成“首秀”。他们以“硬核”
成果和拳头产品，吸引了众多国际目光，
有的已达成合作意向。

参加展会收获了什么
已有渝企被邀寄样品

本届创科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
办，同期还举办了香港贸发局第20届香
港春季电子产品展（春电展）。据统计，
作为香港的创科盛事，两大展览共吸引
约8.8万名来自139个国家及地区的买
家积极参与。

“规模大，非常国际化，香港的确是
一个很好的对外展示平台和窗口，展会
上超过一半都是外国观众。”重庆三峡电
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苏明成
说，此次企业重点展出了矿物质绝缘防
火电缆、轨道交通直流电缆等拳头产品。

苏明成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与多
家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包括智能电网、
绿色建筑、智能制造和智慧交通等领域，
并表达了初步合作意向。

全球买家“扎堆”，让重庆迪马机器
人有限公司也收获颇丰。展会上，迪马
机器人带来的无水清洁机器人吸睛无
数，不仅成为重庆展团的“团宠”，还吸引
了德国、挪威、西班牙、摩洛哥、印度、巴
西、智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客户前来交流参观，探讨其
在智慧城市、数字商业、智慧生活等领域
的深度应用。

“我们已经与一些客户就可能的合作方向展开了初步讨
论，后续还将进行更深入的洽谈，希望‘中国造’产品能服务更
多海外用户。”迪马机器人参展人员陈子瀛说。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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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经济运行怎样
中国产能过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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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一个问题
带来一场全区整改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
2024巴渝书市开市
4月17日，解放碑商圈，“近悦远来·书香重

庆”2024巴渝书市开市，市民徜徉在书海中挑选
书籍。

本届书市主展场位于解放碑十字金街，整
体占地面积2420平方米，设有图书主展销区（趣
书里）、怀旧书集展区（旧书里）以及馆配会区三
大主题展区，参展图书品种数十万种。巴渝书
市将持续至24日，其间有近百场文化活动。

每年4月，是重庆市全民阅读月。本届巴渝
书市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全民阅读
活动办公室等主办。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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